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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研究成果及讀書風氣系列報導之六──文學院

專題報導

【記者王鴻坪專訪】「每當和同儕校友私下聊天時，他們總覺得現在學生的讀書風氣

不如往昔，但我不認為如此。」文學院院長黃世雄提出他對現今學生，個人獨到的觀

點。 

 

他認為時代環境不同，過去的學生生活單純，同時也較僵化、不活潑；相較之下，現

在的學生多才多藝，生活多樣化，加上誘因多，而使得他們傾向多元發展。「像我們

學校就有251個社團在『威脅利誘』同學分心。」他笑著說，「但這也是另一種培養

領導統馭與策劃的管道啊！」現在的學生並不是不用功，而是除了書本之外還有更多

的管道，可學習更多東西，因此今昔的學生優劣是無法比較的。但他強調同學們雖處

於複雜多元的環境中，仍要從中擇正面而行，可不能被誘惑牽著走。 

 

對於文學院未來的發展，黃院長也有不俗的看法。「我們可以想出十個、百個、甚至

千個理由來証明－－資訊科技愈發達，人文學科的發展空間愈大。」他篤定地說。一

個健全的社會不管是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實用科學各方面都必需平衡發展。他表

示不管是社會、國家或學校，雖然在階段性的發展過程中，難免會有所偏向，但終歸

會趨於平衡；過度的偏向工商或文藝，都會造成社會問題。 

 

黃世雄以西北歐先進國家為例：當工商發展成熟後，自然會需求文明文化與人文精神

。工商社會的過度發展，會造成利益掛帥、人情淡薄、人們心靈空虛等社會偏差的情

形；因此工商愈發達，人文科學的存在反而更重要。「文學作品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精

神糧食，能提昇心靈、陶冶性情，使人在機械化的社會中不致空虛。」他說。 

 

本身專長在圖書館學的黃院長認為，科技對於圖書館的衝擊就是上述最好的例證。他

表示，圖書館是活的，會進步、轉型，而「資訊科技愈發達，愈能突顯圖書館服務功

能的重要性。」。綜觀歷史，圖書館機制的存在早已數千年，當收音機、電視等資訊

產物出現時，並未造成圖書館式微；反而利用這些資訊技術使其服務功能更多元化、

效率更高，圖書館成為享受閱讀、音樂、電影、舞台劇等全方位的知識機制。「經常

上圖書館的孩子不會變壞。」黃世雄自傲地笑著說。各種資訊技術的發明，都是擴展

人文科學的研究與視野最佳工具。 



 

在促進師生教學互動方面，他則表示各系所的課程，都是專業的老師研究設計出來的

，是研究該學科必須之基礎。同學要好好珍惜系上所設計出來的課程，「念了這個科

系，這些課程，不喜歡也得喜歡。」他用心良苦地說。正因為這些課程科目是未來專

業領域的基石，學校的課程無法依每個學生的喜好的而規劃，同學們要設法去包容喜

歡這些課程，不能因厭惡而敷衍拒絕。「要知道沒學到，那是自己的損失。」黃世雄

同時也強調：老師也要對學生細心觀察，省察自己教學優缺，以活化教學方法、改善

教材設計、豐富教學內容；思索如何讓學生獲得更多的啟發。 

 

「到大學來就是要學知識、學做人、學領導、學適應社會環境。」黃院長表示社團就

是在學習如何在團體共處，不可或缺。他認為學生要懂得規劃社團與課業的平衡，要

對自己所選擇的課業負責。同時他也希望同學能以讓「淡江以我為榮，我以淡江為榮

。」來期許自己；「尊重、珍惜、愛護培育自己成長的環境，並好好規劃自己的未來

。」他語重心長地說。


